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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流媒体报道

（一）彭博社：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欧洲绿色转型

中国决定管制重要矿产资源出口，这将打击欧盟实现经济

脱碳所依靠的关键行业，同时暴露出西方想要一改供应链、摆脱

中国政策影响的局限性。中国是世界上镓和锗这两种金属最大的

生产国，将于下月出台的出口管制措施主要对象便是镓和锗，这

两种金属对半导体、远程通信和电动汽车行业而言至关重要。一

直以来，欧盟 71% 的镓和 45% 的锗从中国进口。中国管制镓和

锗出口的数周前，欧盟公布了一项新的经济安全战略，旨在加

强对关键科技出口的监管，以及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一些境外

投资。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西蒙·塔利亚皮耶特拉（Simone 

Tagliapietra）在采访中表示，“中国的出口管制提醒了我们，谁

才在这场竞争中占据着上风。严酷的事实就是，西方至少需要十

年的时间来降低中国矿产供应链的风险，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不

对称的依赖”。

针对中国公布的消息，德国经济部部长罗伯特·哈贝克表示，

德国政府必须“吸取最近几年的教训，真正明白生产、能源、经

济安全方面的主权意味着什么。”在一次化工行业会议上，哈贝

克表示：“大家看到现在中国对镓和锗两种金属提高了要价，以

后如果在锂或者其他金属上也如法炮制，那么我们就真的有大麻

烦了。”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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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的资源管理问题

中国是欧盟一系列重要原料最大的供应国。中国拥有 6.8 万

亿美元的消费者市场，这对于欧洲汽车、制药和机械出口而言至

关重要。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大众、梅赛德斯 - 奔驰和宝马在中国

建立了数十座工厂，三家制造商目前在全球汽车销量最高的对象

国家均为中国。美国一直对欧洲施压，希望欧洲对中国采取强力

措施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·冯德莱恩表示，欧盟需要对中

国“去风险”，但不是全面“脱钩”。 

3 月，欧盟出台《关键原材料法案》，旨在精简新采矿和精

炼项目所需的融资和审批，同时成立贸易同盟以减少欧盟对中国

供应商的依赖。美欧双方都想成立一个“买方俱乐部”，与生产

国达成供应协议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。

去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激增

冯德莱恩在今年年初的政策演讲中表示，“我们看到，一段

时间以来中国在整体上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战略姿态，这样一种基

调到现在来看更加明确、坚定。”欧盟成员国一直在采取更强力

的措施。荷兰政府于上周宣布了一些措施，将阻止阿斯麦公司部

分产品销往中国。阿斯麦公司在生产最尖端的半导体所需的机器

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。 

向世贸组织投诉

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

机制抗衡中国新出台的出口管制。不过，如今世贸组织负责争端



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第 23 期

3

解决机制的部门一部分职能已被架空，诉诸该机制以解决争端需

要多年时间。此外，中国声称这些措施是保护国家安全所必须之举，

这也符合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，即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政府采取“其

认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”。 

关键原材料出口愈发困难

对于欧盟而言，冲突升级会威胁到欧盟向环境友好型经济转

型的能力。欧盟正开始下功夫彻底改善从能源生产到农业再到交

通的整个欧盟经济，以清除碳排放。《绿色协议》的目标是让欧

盟 2050 年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碳中和，而这需要海量太阳能板和

电动汽车所有零部件所需的原材料。“今天的欧洲很大程度上依

赖中国，才能获取清洁技术和关键零部件，那么冲突升级无疑可

能使得欧洲的绿色转型之路更加颠簸。”塔利亚皮耶特拉表示。 

作者：Ewa Krukowska, Bryce Baschuk，Richard Bravo，2023

年 7 月 4 日

翻译：李庆业

（https://www.bloomberg.com/news/articles/2023-07-04/china-eu-trade-

fight-puts-green-transition-at-risk）

（二）《卫报》：欧盟采取“去风险”策略软化对华

战略

欧盟领导人推出了一项“去风险”的对华政策，软化了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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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官方“脱钩”举措，反映出欧盟担心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断

经济联系或开展贸易战带来的经济损害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

拉·冯德莱恩在 27 个成员国之间召开会议后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

领导人峰会上迅速达成了这一决定。欧盟认为，电动汽车电池、

半导体和许多其他关键产品的化学品供应链特别容易受到与中国

中断经贸关系的影响。欧盟委员会在一份正式的欧盟政策立场文

件中表示：“欧盟将继续减少关键依赖和脆弱性，包括供应链，

并且将在必要的地方去风险和多样化。”“欧盟不打算‘脱钩’，

也不打算闭关自守。”

欧盟关于中国的六段文本旨在保护其经济利益，但同时也在

外交问题上为自己留下余地。声明呼吁中国“敦促俄罗斯停止特

别军事行动，并且立即、完全、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。”

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也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言论，对“台湾海峡

日益紧张的局势”表示担忧，并且反对“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

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”。

冯德莱恩会后告诉记者，“外交去风险”是欧盟的核心方针。

它使欧盟能够在如俄罗斯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，但同时又

能为贸易和全球变暖等对话留有渠道。她表示：“外交去风险也

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想要与中国在我们有共识的问题上保持开

放的沟通。“

但是欧盟同样也必须在一些关键原材料上减少对中国的依

赖，包括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化学品；设置壁垒以改变贸易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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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德莱恩告诉记者，在过去的十年中，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

差增长了两倍多，接近 4000 亿欧元。欧盟将会寻求新的壁垒，包

括防范一名外交官所说的“技术泄露”，以及减少对包括电动汽

车在内的生产材料的依赖。这一立场要比美国的立场软得多，美

国自身也在试图修复与中国的关系。

近日，有关所谓的中国间谍气球 2 月在美国被击落前是否收

集了美国上空数据，欧盟出现了观点截然不同的报道，这也凸显

了欧盟在软化对华政策方面所做的努力。

作者：Lisa O’Carroll，2023 年 7 月 1 日

翻译：田雨祺

(https://www.reuters.com/markets/europe/eu-starts-https://www.

theguardian.com/world/2023/jun/30/eu-china-strategy-de-risking-ursula-von-

der-leyen-brussels)

（三）路透社：耶伦试图缓和紧张但紧密的中美贸易

关系

在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·耶伦（Janet Yellen）试图稳定与中

国日益紧张的关系之际，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仍然紧密相连，

但是也显示出一些未来疲软的迹象。耶伦周五开始与中国高级官

员会晤，承诺寻求与中国进行“良性竞争”。目前，两个经济大

国围绕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和计划中的对外投资限制的对抗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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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了新闻头条。尽管有关于中美经济“脱钩”的言论仍然存在，

但是近期的数据表明两国贸易关系基本稳固，并在 2022 年从贸易

战和新冠疫情造成的的五年动荡中反弹。

随着美国对中国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和

能源需求的增加，去年双边贸易额创下新记录，达到6900亿美元。

2018 年，前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对约 37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

品加征 25% 的关税，此后中美贸易下滑，但是在 2021 年新冠疫情

复苏期间开始反弹。

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迈克尔·哈特（Michael Hart）表示，“我

认为重要的是，人们要意识到商业和政治是分开的”，“美中贸

易和投资的现状是 30 年至 40 年来持续贸易和投资的结果。”

然而，今年的增速明显放缓。美国人口普查局（U.S. Census 

Bureau）数据显示，5 月的双边贸易流量较 2022 年的前五个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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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了 520 亿美元，降幅为 18%。下降的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

减少了 24%，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 5月增长了 3.5%。

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(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

International Studies) 贸易专家威廉·赖因施 (William Reinsch) 表

示，下降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购物潮后商品

需求下降，但降低中国影响、采取供应链多元化措施可能也是

一个因素。但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（Center for China and 

Globalization）主任王辉耀（Wang Huiyao）表示，美国企业知道

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很快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，

他们的消费能力将使中国成为“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”。

少飞机，多电池

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出现了一些重大的

变化，中国避免购买飞机和机械，同时增加了农产品、能源、半

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进口。后者尤其容易受到美国出口限制的

影响，这一话题预计将在耶伦在北京的会晤上讨论。她此行最后

一刻的一个复杂问题是，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，对镓和锗实施出

口限制，这两种金属广泛用于半导体和电动汽车，可能会导致新

的供应链中断。

美国官员仍在抱怨，中国未能履行特朗普在疫情导致全球经

济瘫痪前签署的 2020 年“第一阶段”贸易协议中的承诺，大规模

增加购买包括飞机在内的美国农产品和制成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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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在智能手机、电脑、视频游戏控制台和其他电子产品方

面依赖中国，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无与伦比的规模经济。一个

快速增长的进口类别是锂离子电池，随着美国电动汽车产量的增

加，锂离子电池的价值在过去两年中每年都增长一倍以上。

美国旨在增强国内电池制造能力、减少对中国电池依赖所出

台的税收补贴，可能会使得美国未来逐渐降低对中国的这种依赖

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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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降低，中国则无放缓迹象

近年来，由于美国加大对中国公司在美收购的审查力度，从

中国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有所下降。根据最近的调查，在中国经

营的美国企业认为拜登政府或将进一步颁布行政命令，遏制美国

对中国的对外投资，他们对在中国经营的前景感到担忧。但根据

中国的数据，这些因素尚未在美国对华投资中显现出来。

中国美国商会的哈特（Hart）表示，即使在反华情绪高涨的

美国国会大厅，人们也认识到中国是美国出口的一个主要市场。

哈特说：“当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时候，我们对每个愿意倾

听的人说的一件事是：‘我们首先希望保持商业通道的开放。保

持贸易的往来也很重要。’”

作者：David Lawder，Joe Cash，2023 年 7 月 7 日

翻译：田雨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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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ttps://www.reuters.com/world/yellen-seeks-calm-fraught-close-knit-

us-china-trade-relationship-2023-07-07/）

二、顶级组织与智库

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：夹在中美之间的欧洲得小心

翼翼地“去风险”

随着中美摩擦升级，双方都开始积极争取欧洲。美方与中国

“脱钩”也好，去风险也罢，不论怎样定义，想要成功都离不开

欧洲的支持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直接与美国

进行谈判，转而希望欧洲立场软化以挫败美国的企图。在此背景下，

中国总理李强近期访问德国和法国，明确提出反对安全至上的做

法。

欧洲之所以占据这一关键地位，是由于中美欧三者之间紧密

的经济和贸易联系。从购买力来判断，美国、欧洲（欧盟加上英

国）和中国均占全球 GDP 的 16% 左右。三者占国际商品贸易的份

额同样大致相等。中国和欧洲通常都有贸易顺差，出口大于进口。

而美国几十年以来都处于贸易逆差，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相较于

中国和欧洲而言，对待贸易关系更加消极。

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，因而倡导“去风险”，使得本国

供应链更加多元、更加强韧、更加安全。而中国眼里最大的问题是，

美国不愿承认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合法利益的全球大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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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在中国眼中，美国所谓“去风险”是其经济和科技遏制的幌子。

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民众对中国在经济竞

争、安全等方面一直存在的一些负面看法的强烈影响。在奥巴马

总统时期，这种负面情绪便有抬头之势，在特朗普于任期内对中

国发动贸易战期间，负面情绪便急剧上升。乔·拜登政府执政以

来对中国的不友好情绪再次加剧。 

过去十五年间，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大多时候保持相对中立。

然而，近年来对华看法的情况急转直下。不过，在这些负面看法

如何转化为政策方面，欧洲和美国却有很大不同。欧洲人通常并

未将中国视为想要损害欧洲利益的国家，也不认同拜登政府所谓

的“民主对抗专制”的框架。哪怕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

的特别军事行动，主流观点仍认为中国依旧是欧洲“必要的伙伴”。

贸易关系上的不同解释了为何相较于美国，欧洲更倾向于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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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微妙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。如图 1 所示，特朗普时期美国发起

的中美贸易战开始于 2018 年，导致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下降，

之后小幅复苏。同时，美国从世界其他地方，其中包括东亚的其

他国家在内的进口则飙升。中国 2022 年占美国商品进口份额降至

16.5%，而在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占 21.6%。随着美国越来越依赖

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贸易，中国占美国从东亚进口的份额从 54% 下

降至 43%。

相反，欧洲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则稳步增长。截止 2022 年，

这一数字自 2018 年以来几乎翻倍。同期，中国占欧洲进口东亚商

品的份额从 56% 上升至 62%，巩固了中国在欧洲与东亚经济往来

中的核心地位。尽管如此，随着俄乌冲突的影响，欧洲能源贸易

成本增加了一倍多，在 2022 年美国再次暂时成为欧洲最主要的贸

易伙伴。能源价格飙升，加上从中国进口的增加，两者共同导致

欧洲十多年以来首次出现重大贸易逆差。

尽管欧洲面临财政困难，但相较于美国更加支持“自由贸易”，

因为欧洲需要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，才能加工

制造出口制成品。相比而言，中国对美国出口更多由美国家庭和

公司的消费需求拉动。正因如此，美国认为与中国开展贸易和在

国内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是矛盾的，而欧洲则相信与中国开展贸易

有助于欧洲的经济发展。

跨境投资带来的影响情况则更加复杂。直到最近，欧洲每年

对中国的投资远大于美国。同样，中国对欧投资也远多于对美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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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。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、新冠疫情以及金融压力，综合

导致中欧之间的外国投资开始下降。双边投资能否回到过去的水

平，这取决于欧洲“去风险”的途径。在欧洲之行中，李强总理

谨慎回应商界领袖：“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，不发展是最大的不

安全。”此番话让一众公司产生共鸣，包括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、

汽车制造商大众和梅赛德斯 - 奔驰，这些公司在销售和关键投入

方面严重依赖中国。不过，近日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对 1000 家德国

公司展开了关于供应链依赖性的调查，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公司的

意图不尽相同，部分公司愿意深化与中国的供应联系，而另一部

分公司则打算减少供应合作。政治和经济因素都会影响未来的走

向。只要俄乌冲突尚未结束，以及所谓人权和安全等问题持续存在，

欧洲对于中国整体上将仍持负面态度。不过，某些时候欧洲将不

得不考虑是否加强与中国的贸易以及投资链合作，从而抵消俄罗

斯市场不断萎缩带来的影响。对于许多公司而言，中国充满吸引

力来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。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演变为

长期的结构性衰退，那么“去风险”就会成为一个更现实的选择。

但是，下个十年中国经济可能仍将保持强劲增长。如果事实果真

如此，那么欧洲的公司就会发现，世界其他地方难以复制中国得

天独厚的市场规模、劳工技能和支持性服务的综合性优势。

中美角逐经济和科技领头地位的竞争围绕一系列战略产品和

服务展开，其中包括绿色技术、高端半导体、人工智能和稀土资

源。在其中某些领域，比如太阳能，中国具有绝对优势。欧洲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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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财政资源，在对华竞争中不可能做到如拜登签署《通胀削减法

案》和《芯片和科学法案》等标志性举措那样的程度。俄乌冲突

意味着欧洲经济将异常脆弱。当然，欧洲也并非没有优势。荷兰

阿斯麦公司在生产高端半导体所需的仪器上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，

同时，欧洲公司尤其是爱立信和诺基亚，是唯一能在提供 5G 通信

服务方面与中国华为公司竞争的公司。欧洲的这些和其他能力都

为中欧合作带来了可能性。

重启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》生效审批流程，是最可能释放出

更具建设性意义信号的方式。这项于 2020 年 12 月中欧谈判达成

的协定本将为加强中欧联系提供框架，但由于双方互相实施制裁，

欧盟搁置了协定的批准。现在的环境下，想要重启商讨不太现实，

不过重启商讨对于中欧双方的未来而言，是一条具有足够吸引力

的道路。

作者：Yukon Huang, Genevieve Slosberg，2023 年 7 月 5

日

翻译：李庆业

(https://carnegieendowment.org/2023/07/05/europe-narrowly-navigates-

de-risking-between-washington-and-beijing-pub-901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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